
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云农种审办字 (⒛23)1号

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玉米审定品种田间种植鉴定指南的通知

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玉米专业委员会,云南省农作物

品种抗性鉴定站,品 种审定申请者 :

根据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稻、玉

米审定品种田间种植鉴定重要农艺性状清单的通知》 《云南省

玉米品种审定标准 (⒛22年修订 )》 有关规定,为做好玉米审

定品种差异性的田间种植鉴定工作,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办公室制定了 《玉米品种重要农艺性状田间种植鉴定指南 (

试行)》 (附件1),具体鉴定内容按照 《玉米审定品种田间种植

鉴定重要农艺性状清单 (试行)》 (附件2)执行。田间种植鉴定由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组织开展,具体工作由云南省农作物品种抗

性鉴定站承担实施,品 种审定申请者直接向云南省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鉴定申请。



现予发布,自 发布之日起实施。请遵照执行。

附件 :1、 玉米审定品种田间种植鉴定指南 (试行)

2、 玉米审定品种田间种植鉴定重要农艺性状清单

(试行)

云南省农作 办公室

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

校对:孙林华

2023年i3月 27日 印



附件 1

玉米审定品种田间种植鉴定指南(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申请云南省审定的玉米品种与已知品种DNA指纹

检测差异位点数=3个 时,需确定田间重要农艺性状差异的一组或

多组品种的田间小区鉴定。

田间种植鉴定由云南省种子管理站组织开展,具体工作由云

南省农作物品种抗性鉴定站承担实施,品 种审定申请者直接向云

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提出鉴定申请。鉴定费用由承

担实施单位统一向品种审定申请者收取。

二、鉴定目的

通过开展田间小区种植,采用确定的重要农艺性状清单,对

每组品种进行比对分析,判定申请审定品种与已知品种之间是否

存在重要农艺性状差异,为 科学判定品种差异性提供证据。

三、鉴定样品

鉴定品种样品来源于上年度参加品种区域试验或生产试验预

留种子;已知品种样品来源于省级、国家标准样品库或等效样品 ,

尚无标准样品的可采用品种区域试验或生产试验种子。

样品由云南省种子管理站统一提供,一般不少于100g。 种子

数量不足的,可 由品种申请者提供。申请者提供种子样品的,应

对样品进行DNA指纹检测比对,检测费用由申请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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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定方式方法

(一 )鉴定方式。采用试验过程观察记录与专家鉴定组现

场鉴定相结合的方式,形成鉴定意见。专家鉴定组由云南省农

作物品种抗性鉴定站从相应作物的审定委员、育种专家、种子检

验员与品种区试主持人等专业人员中遴选5-7人组成。

(二 )鉴定方法。现场鉴定在品种特征特性表现最充分的

时期进行,一般集中开展一次。现场鉴定以花期为主,必要时可

择期再次确认。过程观察记录以花期、成熟期为主,必要时记录

其他时期的典型性状。重要农艺性状均需采集留存同期比对图像。

试验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采用文字、图像、视频一种或

多种方式进行性状记录。成熟期观察记录宜采用考种方式,考种

时计算⒛株随机个体的加权平均值。

五、田间设计和管理

(一 )鉴定田选择。应选择土地平整、地力均匀、肥力中等、

排灌方便、无重大病虫草害发生的田块,若条件允许,所选择的

田块前茬应无同类作物。

(二 )田 间设计。小区设计应便于观察记录和比较鉴定,每

组品种相邻种植或田字格交叉种植,宜采用与对照品种两两比对

的方式。每品种一般不少于90粒 ,每小区可设置3-5行 ,行长不

少于犰 ,行距不小于60clll,株距可为27cFn~33cm;小 区间距不小于

80cm。 鉴定田四周应设不少于4行的保护行。若条件允许,宜设置

各份小区。根据鉴定样品数量和编号,确定小区布局并绘制小区

种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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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播种方式。采用单粒播种方式,按照绘制的小区种植

图播种。所有鉴定样品宜在一天内完成播种或移栽,至少应确保

每组品种在同一天内完成。原则上不使用任何药剂、特别是植物

生长调节剂处理种子,在病虫害严重发生区域可采用适当药剂拌

并中勇戋莎乏并申。

(四 )田 间管理。可按当地大田生产管理方式进行。宜适当

控水控肥,使品种的特征特性充分表达即可,防止倒伏。前期发

生倒伏的小区,要及时扶正,并做好记录。后期发生倒伏的,要

及时做好记录。全生育期观察病虫害发生情况,在重要病虫害爆

发期及时记录每组品种间的表现差异。

六、鉴定程序

现场鉴定程序可参照 《农作物品种纯度田间小区种植鉴定技

术规程玉米》 lN^Y/T茌018刁 021)。

(一 )鉴定原则。每组品种应同期开展比较鉴定,由 同一组

人员鉴定,复查鉴定人员应为不同人员。

(二 )鉴定性状。以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印

发的 《玉米审定品种田间种植鉴定重要农艺性状清单 (试行)》 为

依据。

(三 )鉴定记录。查看每个品种种植小区,排除少数离群植

株 ,以 表现一致的多数植株的性状为该品种的典型性状,以具有

该品种典型性状的植株作为可鉴定植株。在每个品种的可鉴定植

株中选取30株 ,按照重要农艺性状对每组品种逐一比对鉴定,并

按附表1格式记录鉴定结果。鉴定人员认为品种存在其他重要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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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明显的,应 当如实记录。需要再次分子检测时,应在鉴定时
\

田间取样,每个鉴定植株摘取2片嫩叶 (分两份),所有植株的叶片

混合,分别装入密封袋中,并标注品种名称或编号 (即 每个品种形

成包含⒛个植株嫩叶的两份平行样品)。

(四 )复查鉴定。必要时可进行复查。复查结果与原结果无

实质差异的,记录复查结果;复查结果与原结果差异较大而难以

判定的,应再次鉴定会商,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最终鉴

定结果。

(五)结果汇总。将各品种的性状鉴定结果汇总,按附表2格

式填报,形成汇总结论。

七、鉴定意见

根据汇总结论,由承担实施单位出具鉴定报告。

附表:1。 品种重要农艺性状田间鉴定记录表

2.专家田间现场鉴定意见表

3.品 种重要农艺性状田间鉴定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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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品种重要农艺性状田间鉴定记录表

注:1。 宜逐一填写参照品种、鉴定品种的特性表述 ;2。 表示程度的性状

对于特殊品种,如有需要,亦可以增加
“
无

”
、 “

极
”
等字,如无显色、极

短、极多等;3。 其他可描述的性状填在空白表格处。

序号
察

期

观

时
农艺性状

已知品种
(      )

鉴定品种
(       )

差异表现 备注

1
⊥ 斓

期
株 高

矮、中、

高

矮、中、

高

不显著/偏高
(矮 )

0
乙

9
0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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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专家田间现场鉴定意见表

注:1。 宜逐一填写参照品种、鉴定品种的特性表述;2.表示程度的性状

对于特殊品种,如有需要,亦可以增加
“
无

”
、 “

极
”

等字,如无显色、极

短、极多等;3。 其他可描述的性状填在空白表格处。

序号
观察

时期
农艺性状

已知品种
(      )

鉴定品种
(        )

差异表现 备注

1
⊥

花期 抽丝期
早、中、

晚

早、中、

晚

不显著/偏 早
(晚 )

0
乙 花期 雄穗散粉期

早、中、

晚

早、中、

晚

不显著/偏 早
(晚 )

0
0 花期

穗上叶与茎秆

夹角

小、中、

大

小、 中、

大

不显著/偏小
(大 )

4 花期
穗上叶弯曲程

度

弱、中、

强

弱、中、

强

不显著/偏 强
(弱 )

5 花期 穗上叶宽度
窄、中、

宽

窄、中、

宽

不显著/偏 窄
(宽 )

6 花期
穗轴颖片花青

甙显色

弱、中、

强

弱、中、

强

不显著/偏强
(弱

)

7 花期
雄穗一级侧枝数

量

少、中、

多

少、中、

多

不显著/偏少
(多 )

8

9

专家组鉴定意见 :

组 咔签字 :

组员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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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品种重要农艺性状田间鉴定结果汇总表

组 号 品种 差异性状数 差异性状简述 基本结论

1
⊥

(已知品种)

(鉴定品种)

0
乙

(已 矢口品并中)

(鉴定品种)

Q
J

(已 矢口品并中)

(鉴定品种)

4

(已 知品并中)

(鉴定品种)

注:1。 基本结论可根据品种间差异情况定性为无明显差异、有明显差异。

2.根据品种分组实际情况调整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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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玉米审定品种田间种植鉴定重要

农艺性状清单(试行)

一、普通籽粒玉米、青贮玉米品种

序号 农艺性状 植株部位 观察时期
1
⊥

抽丝期 果穗 花期
9
乙 雄穗散粉期 雄穗 花期
9
0 穗上叶与茎秆夹角 植株 花期

4 穗上叶弯曲程度 叶片 花期

5 穗上叶宽度 叶片 花期

6 穗轴颖片花青甙显色 果 穗 花期

7 雄穗一级侧枝的数量 雄穗 花期一乳熟期

8 株 高 植株 花期一乳熟期

9 穗 位 植 株 花期一乳熟期

10 穗柄长度 果穗 蜡熟期
1
⊥

1
⊥

果穗长度 果穗 成熟期
9
臼

1
⊥

穗行数 果穗 成熟期

13 籽粒类型 (普通玉米) 果穗 成熟期

l4 果穗形状 果穗 成熟期

15
籽粒顶端主要颜色

(单色玉米)

果 穗 成熟期

16
籽粒背面主要颜色

(单色玉米)

果穗 成熟期

17 果穗籽粒形状 果穗籽粒 成熟期

18 抗病性 发生部位 适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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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鲜食甜糯玉米品种

序号 农艺性状 植株部位 观察时期

1 抽丝一吐丝间隔 果穗 花期
’

凵 雄穗散粉期 雄穗 花期
Q
0 抽丝期 果穗 花期

4 穗轴颖片花青甙显色 果穗 花期

5 穗上叶与茎秆夹角 植株 花期

6 穗上叶弯曲程度 叶片 花期

7 穗上叶宽度 叶片 花期一乳熟期

8 雄穗一级侧枝的数量 雄穗 花期一乳熟期

9 株高 植株 花期一乳熟期

10 穗位 植株 花期一乳熟期
1
⊥

1
⊥

果穗长度 果穗 乳熟期
0
乙

1
⊥

穗行数 果穗 乳熟期

13 果穗形状 果穗 乳熟期

14 穗柄长度 果穗 蜡熟期

15 籽粒长度 果穗 乳熟期

16 籽粒顶端主要颜色 果穗 乳熟期

17 籽粒顶端主要颜色 (单 色) 果穗 乳熟期

18 抗病性 发生部位 适宜时期

三、爆裂玉米品种

序号 农艺性状 植株部位 观察时期

1 抽丝一吐丝间隔 果穗 花期
0
乙

 
 
Q
0

雄穗散粉期 雄穗 花期

抽丝期 果穗 花期

4 雄穗一级侧枝的数量 雄穗 花期

5 穗上叶与茎秆夹角 植株 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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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农艺性状 植株部位 观察时期

6 穗上叶弯曲程度 叶片 花期

7 穗轴颖片花青甙显色 果穗 花期

8 穗上叶宽度 叶片 花期一乳熟期

9 株高 植株 花期一乳熟期

10 穗位 植株 花期一乳熟期
1
⊥

1
⊥

穗柄长度 果穗 蜡熟期
9
臼

1
⊥

果穗长度 果穗 成熟期
Q
0

1
⊥

穗行数 果穗 成熟期

l4 果穗形状 果穗 成熟期

15 籽粒形状 果穗 成熟期

16 籽粒顶端主要颜色 果穗 成熟期

17 抗病性 发生部位 适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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